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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水涛 陈作华

他出生于太极世家，从小生活就以太极拳为中心，勤学苦练，
从一而终，终成一代大师，扬名海内外；

他是武林高手，战胜无数英豪，徒子徒孙遍布世界各地，全球
六大洲都设有授拳点，使太极走向全世界；

他就是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廷第十一世孙，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陈小旺。近日，在陈小旺于郑州举行新闻
发布会之际，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探寻其太极人生。

1945年10月，陈小旺出生于陈家
沟，系陈家沟陈式第十九世孙，他的
九世祖就是太极拳创始人陈王廷。其
祖父陈发科、父亲陈照旭都是当时的
太极拳大师，在这样的家风浸染下，
陈小旺从刚会走路就开始接受简单的
太极拳训练了。

至今，陈小旺还清晰地记得小时
候父亲教他练拳的情景，几天就学一
个动作，一个动作一做就是半个小
时。“当时年龄小，支撑不了，父亲就
一巴掌打在屁股上，我只能咬牙坚
持，有时候白天学不会，晚上还得起
来看父亲练拳。”陈小旺回忆道。

天有不测风云，陈小旺 10 岁那
年，他家由上中农补划为地主成分，
接着父亲陈照旭也被捕入狱。父亲入
狱后，母亲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度
日。那时，陈小旺放学后就去拾绳
头、捡破烂卖钱买墨水和作业本，还
将多余的钱为家里买盐、买煤油，开
始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

生活的苦难没有打倒陈小旺，太
极拳成了他生活的寄托。1958年，陈
小旺的堂伯父陈照丕返乡授拳，陈小
旺开始跟随其堂伯父学拳。“一天三十
遍，一年万遍拳。”陈小旺在自己床头
写下了这10个字。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这样才能

练出真功夫。夏天，陈小旺只穿裤
头，在树荫下走架，汗流如注；冬
天，陈小旺脱下棉袄，练得大汗涔
涔。除了下地劳作，陈小旺把大部分
时间都花在了练拳上，他练一遍拳就
在墙上划一道，直到划够30道才算完
成一天的任务。

当时，陈小旺正值长身体的时
期，而此时也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他常常吃不饱饭，却仍坚持练
拳。为了填饱肚子，陈小旺先后干过
木匠、泥瓦匠、砖瓦窑工，在干活的
同时，陈小旺还巧妙地将练拳融入其
中，既节省体力，又提高了拳术。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太极拳
被禁止习练。然而，此时太极拳已经
成为了陈小旺生命中的一部分。冒着
巨大的风险，他每天晚上和堂弟陈正
雷偷偷跑出村庄，来到黄河滩练拳，
直到东方泛白才悄悄回家。

20多年的勤学苦练，陈小旺的功
夫已小有成就，不到30岁的他已经在
同辈中出类拔萃，成为公认的陈家沟
陈式太极拳的代表人物。随着“文
革”的结束，太极拳得以恢复，但此
时的陈小旺还带着“黑五类子弟”的
帽子，国家组织的所有武术比赛都没
资格参加。

然而，是金子迟早会发光。

苦难挡不住练拳心

成名后的陈小旺开始思考，太极
拳不仅要继承，更要发扬光大，使之
走向世界。为此，陈小旺频繁地在全
国各地讲学授拳。

1990 年，陈小旺来到澳大利亚，
开始开拓太极拳的国际空间。初到澳

大利亚，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
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且当地人对太极
拳并不接受，这使传播太极拳难上加
难。

对此，陈小旺首先租用一块场地
免费进行太极拳表演，练拳、耍大

让太极拳走向世界

太 极 神 韵 大 师 路
——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陈小旺

1978 年 9 月，在温县一个工厂工
作的陈小旺被派往湖南长沙采购物
资，此时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也正在湖
南湘潭召开，陈小旺怎肯错过这样的
武术大会，他立马动身前往湘潭观
摩。一到会场，陈小旺就有了意想不
到的收获，他见到了爷爷陈发科的高
祖——我国著名的武术家和社会活动
家顾留馨。

见到恩师的孙子，顾留馨也十分
高兴，立刻向大会的武林同道一一引
荐，并让陈小旺现场表演陈式太极
拳。能在众多武术名家面前显露自己
的功夫，陈小旺打起了十二分的精
神。他将20多年的苦练融入到一招一
式中，武术名家对他的太极拳造诣无
不惊叹。顾留馨忍不住亲自下场与陈
小旺推手，才走了两圈，便称赞道：

“小旺，好桩功啊。”在场的武术名家
吴斌、邵善康、杨勇等也纷纷与陈小
旺试手，对陈小旺的功夫赞不绝口。

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子，几招之内
就受到了这么多武术名宿的认可，他
确实有真功夫吗？在大会现场，有人
不服。当天下午，一个参会的武术高
手邀请他到自己的房间聊聊，刚进房
间，对方就把门关上了。对方也不说
话，直接扑将上来，陈小旺反应如
电，身子一凝，两膀抖动，一记大捋
发将出去，只见那人拔地而起，从陈
小旺头顶越过，重重撞在对面墙上，
又跌到床上。陈小旺定眼望去，那人
也正在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数秒之

后，那人站起来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真功夫！”

经此大会，陈小旺的一只脚已经
迈进了武林界。1979年4月，经众多
武林名宿推荐，陈小旺应邀参加了在
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
会。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三次参
加全国武术观摩大会，三次蟾宫折
桂，摘取了太极拳金牌；1984年武汉
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和1985年西安武
术国际邀请赛，他两次技压群雄；在
全国和河南省武术大赛中，他10次获
得太极拳冠军、推手冠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
更加频繁。1984年11月，美国太极拳
访华团来到郑州，陈小旺在省体育馆
为他们表演太极拳，美国拳手劳伦斯
觉得太极拳中单鞭式像体操动作，不
实用。陈小旺就让他抓紧自己的手
腕，然后身子一沉，一翻腕做出单鞭
式，把劳伦斯甩在地上。劳伦斯起来
后，用双手拧住小旺一条胳膊，小旺
待他拧紧后，一翻腕又将他弹出几步
远。劳伦斯还不服气，让小旺抓往他
的胳膊试试，小旺轻轻一提，就将他
直挺挺地放在地毯上。劳伦斯二话不
说，毕恭毕敬地向他行礼。

在以后的多次武术大赛和出访
中，陈小旺用实力征服了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高手，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1987年，陈小旺担任河南省武术馆副
馆长，1988年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武
术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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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舞长剑、抖大杆……陈小旺将陈式
太极拳的十八般武艺全部亮了出来。虽
然大家都很愿意免费观看他的功夫，但
几个月后，依然没有人愿意掏钱参加陈
小旺开设的太极拳学习班。此时，陈小
旺已经囊中羞涩，如果再打不开局面就
得回国了。

“看来得拿出真功夫，才能让人知
道太极拳的厉害。”陈小旺说。在一次
表演中，陈小旺突然来了一个金鸡独
立，对看表演的人说，谁能让他的脚动
一下，就给谁一美元。这一来，众人骚
动，大家纷纷走上前去一试，有的双手
齐推，有的肩扛，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让
陈小旺动一下，大家被他的功夫折服
了，当场有不少人要跟他学拳，他在澳
大利亚也站稳了脚跟。

此后，他成立了世界陈小旺太极拳

总会，在六大洲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分会
或授拳点，定期到各国授拳。目前，陈
小旺是众多太极名家中走出国门最早、
设置授拳点最多的太极拳大师。为了方
便授拳，陈小旺还自学了英语，使授拳
效果事半功倍。

如今，年近七旬的陈小旺依然奔波
于世界各地，为太极拳的发扬光大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陈小旺，1945年出生，温县陈家沟人，太极拳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曾担任河南省陈式太极拳协会主席，河
南省武术协会主席，著有多部武术专著，为太极拳走向
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图为陈小旺在习练太极拳。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13亿人一日三餐产生的地沟
油数量惊人，既浪费资源，又是
食品安全隐患，让“地沟油上
天”，值得全力推广。

波音公司与中国商飞14日宣
布，“废弃油脂”航空生物燃料合
作项目取得突破。中美双方明确
表示，即将建立的日产0.5吨航空
生物燃料生产示范线，针对的就
是地沟油。立足本土资源、解决
本土问题，波音公司和中国商飞
这条研发之路是正确的。

作为全球热门科研项目，很多
航空生物燃料研究成果都被说成

“地沟油上天”。业内人士表示，荷
兰航空实验的很可能不是真正的
地沟油，而是餐饮废油如麦当劳、
肯德基炸完薯条等食品的废油。
这些全球连锁快餐店的废油品质

好得多。真正“从地沟里捞上来
的”废油，处理难度更大。作为巨
大资源浪费现象和巨大食品安全
隐患，让“地沟油上天”，值得全力
推广。

波音中国技术与研发副总裁
伍东扬博士说，在高昂的航油成
本压力下，全球航空生物燃油需
求巨大。目前我国在此领域就是
要开发新的工艺、针对国情利用
特有原料进行开发。目前的技术
路线就是要处理地沟油问题。国
际上的现有路线，包括一些已经
试飞过的，利用麦当劳、肯德基
废油转化航空生物燃料。这些工
艺与目前波音和商飞的工艺不一
样。针对麦当劳、肯德基废油的工
艺，无法处理地沟油，因为地沟油
成分更复杂，含有较多杂质，如果
不首先提纯，这些杂质会破坏催
化剂。我国的工艺就是要有效解

决这个问题，要能够转化地沟
油，而且要有足够低的成本。

当前航空生物燃料产业化，
非常重要的是本土化。目前波音
公司在全球有很多合作项目，在
美国、巴西，航空生物燃油针对
这些国家特有的生物质资源进行
产业化。在南非，烟草植物成为
一项较好的资源，可以让“飞机
抽烟”。我国对航空生物燃料需求
巨大，针对中餐特有并形成社会
问题的地沟油是重要选项。2013
年，我国民航旅客运输量3.5亿人
次，2015年可能达4.5亿人次。增
长速度惊人。而13亿人一日三餐
制造的地沟油数量更惊人、浪费
可惜，滥用贻害。一定要以社会
责任感加以科学利用。

中国商飞-波音航空节能减排
技术中心资深研究员胡忠民博士
说，波音和商飞节能减排中心成

立第一个项目，就是地沟油转
换，这是一条高效、低成本而且
能够解决困扰当前社会地沟油问
题的有效途径。地沟油成分复
杂、批次差别较大，按国外经验
没办法找到标准化方案。针对地
沟油，本土研究团队开发了一条
全新的转化途径。主要工艺就是
将地沟油简单清洗，转化为一种
中间化工品，在此过程中去掉杂
质，提高纯度。基于这种中间
品，再开发一系列后续转化方
案。实验室结果表明，转化时反
应条件较温和，能最大限度保留
生物质中的碳氢成分并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这一技术也能应用于
微藻油、食用油边角料等低品质
油脂，因此经济性比较有保障。

目前，有关方面正和国内相
关科研单位和企业合作，建设航
空生物燃料生产示范线。初步估

算，通过这条新工艺得到的航空
生物燃料产品成本，应该是现在
石化航油的2倍。这为进一步降低
成本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一个企
业无论是外资、合资还是国企、
民企，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企
业都有一个更大的责任，就是社
会责任。既能满足世界第二航空
大国的生物燃料需求，又可节能
降耗减排，充分利用数量惊人、
潜在危险极大的地沟油，是企业
在创新中承担社会责任的范例，
值得政府和社会大力支持。

“地沟油上天”功德无量
□钱春弦

随着手机普及率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
开这个“爱物儿”，哪怕只是半天
不见，也坐卧不宁。高科技在给
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将一种

“新鲜病”——手机依赖症捆绑销
售给了现代人。

（据《晶报》）
说到“手机依赖症”，相信大

多数现代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只
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自知，
也不愿意承认而已。

“手机依赖症”的症状或危
害有很多。比如，它可以对人的
身体健康带来危害，“拇指病”，
医学上叫拇指腱鞘炎，几乎就是

“手机依赖症”患者的专属病症；
而长期低头玩手机，不但会让人
变得弯腰驼背，精神萎靡，还会
引发头疼、视力模糊、记忆力下
降等问题。

既然是“依赖症”，就说明患

者已经对手机产生了某种精神依
赖，一旦手边没有手机，就会变
得焦躁不安，坐卧不宁，缺乏安
全感。这也难怪有人把手机比喻
成“电子毒品”了，从“手机依
赖症”患者的症状上来看，确实
和吸毒成瘾有些许相似性了。

更重要的是，“手机依赖症”
还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一团
糟。比如，我们沉迷于手机带来
的虚拟世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人际关系也变得
越来越冷淡。此外，因为长期沉
浸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我
们的人际交往能力会随之退化，
甚至变得不敢和别人进行目光交
流等。

换句话说，“手机依赖症”对
现代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肉
体到精神又延伸到社会生活，是
全方位的。这亟须引起我们的重
视和警惕。而从一个乐观的角度

来看，“手机依赖症”虽然症状众
多，患者众多，但并非没有治疗
的办法，按照专家学者们的建
议，一是要有意识地远离手机，
摆脱手机对人的控制，能不用手
机的时候就不用手机；能少用手
机的时候就少用手机，让其回归
人类工具的功能和身份，久而久
之，“手机成瘾”就会减轻；二是
要学会转移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把沉迷于手机的时间和精力转移
到看书、听音乐、看电影或者户
外运动等有益身心的活动上来。

“手机依赖症”是一种现代
病，既损害身体健康，又损害精
神健康，所以我们要多点自律意
识，在重视它的前提下，预防
它，戒除它，根治它。最终目的
是保留它为人类服务的功能，警
惕手机对人类的反相制约，摆脱
我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性。

为“手机依赖症”开药方
□苑广阔

【今日话题】

明十三陵棺床上祈福钱币成堆
近日，有媒体曝出“十三陵地宫内祈福钱币成堆无人清理”。

对此，景区管理部门表示，每天都会进行清扫集中，游客向陵墓棺
床投币祈福相关图片是因最近暑期游客多。每次收集、清点时武
警、安保、财务等部门的人员同时参与，有专人签字。

【观点1＋1】
@在下小鲁：善心需要呵护，才能更好地传播。面对增多

的游客和祈福钱币，管理部门理应有相关预案，而不是在出现问
题之后才站出来解释原因。同时，游客也要理性祈福，改变陈旧
的祈福方式，内心虔诚、日行一善等都是更好的祈福方法。文明
祈福，需要从你我做起。

@清涩的流年沙：祈福本无可厚非，但应注意方式方法，
应文明祈福，尊重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应注意尊重逝
者。相关部门应尽到职责，不能将游客多作为发生不文明现象的
借口；作为游客本身，也应注意自己的行为，在祈福的同时不可
破坏文物。

@王淳在豫：祈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焦作的各
大景点也有许多祈福的游客。对待这个问题要辩证地分析：一方
面，有关管理部门要采取相应措施，比如设立祈福箱或专门的祈
福区域，并加强工作人员对游客的引导等；另一方面，游客也要
做到文明祈福，别让我们的祈福行为大煞风景。

@吴家小娘子21：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记得有一次在
缝山公园山下的一座庙里，工作人员告诉我，向古钟投币可以保平
安，而且声音越响效果越好。我还向他们换了好多零钱用以祈福！

@Smilence尧：投币祈福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但
是要对游客们进行科学引导，在不破坏文物的情况下，设置祈福
场所或者设施！此举“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呢？

@嘿-冬小云：投币祈福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但
我更好奇的是，他们投的钱币都被清理收集到哪里了？这些钱都
做什么用了？

@夜间列车：一个愿投，一个愿收，大家无须过度解读和
吐槽。如果景区管理部门能够把这些祈福的钱币捐给慈善机构，
用于福行善举，则善莫大焉。

@金卫www：古往今来，在寺庙祈福寄托了人们对先人的
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行为的性质如
今已经发生改变，文明和谐的祈福方式早已不知去向，而寺庙的
铜臭味儿愈加浓重。谁的错？我想，该现象足以令国人深思。

【下期话题】
愿“个性奖金”引领“个性成长”

华佗论箭个性奖学金是国内首个以“关注个性、尊重个性、
保护个性”为主题的民间奖学金。日前，由《新论语》总撰稿
人、太平洋商学院院长严介和倡导并设立的“华佗论箭个性奖学
金”2014年度颁奖典礼在阿拉善左旗高级中学举行，这也是该
奖学金首次花落内蒙古。对此，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报记者 麻 酩 整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日公布了对日本8家汽车零部件企业
和4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处罚决定，罚款总额约12.4亿元，
创下我国反垄断史上新的处罚纪录。 大 巢 作 （新华社发）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
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
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
优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撞思
想的火花。来稿信箱：jzrb-
s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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